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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中雨转小雨 23℃～27℃ 北风5～6级 明日天气：小雨 21℃～27℃ 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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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美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住
院病例下降，检测量上升。这是否意
味着美国疫情有所好转？美国权威流
行病学专家认为，过去4周美国疫情防
控取得了一定进展，目前看来，全美范
围内发病率开始呈现下降趋势，病亡
率也开始趋于平稳，但仍需继续采取
严格防控措施，而新学期复课将对美
国下阶段疫情防控带来很大挑战。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网站公
布的新冠疫情数据显示，美国自8月16
日起已连续9天单日新增病例数在5万
例以下，这是美国7月单日新增病例数
激增以来首次连续数日下降。
　　与此同时，美国《大西洋月刊》发
起的追踪全美疫情项目网站显示，美

国检测量在上升，最近一周每天检测
量在60万例以上，22日达到近75万例。
　　该网站数据显示，上周美国疫情
所有重要指标均出现改善，这是两个
多月来的第一次。美国南部地区检测
量上升、新增病例数下降，这种趋势是
自今年春天以来首次出现；新冠住院
病例数连续3周下降，目前住院病例数
比7月23日最高峰时下降了超过27%。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
张作风告诉记者，目前南部佛罗里达
州、得克萨斯州等此前病例激增的“重
灾区”病例均呈明显下降趋势，西部加
利福尼亚州疫情也趋于平稳。主要原
因是很多州严格执行“口罩令”，并开

展大规模的对密切接触者的追踪和检
测，加之保持社交距离等防控措施，病
毒传播速度明显下降。
　　“检测量加大的同时，病例数在减
少，这说明确诊病例下降不是检测量
降低所致，而可能是因为病毒传播在
减少。”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
疫学教授斯坦利·珀尔曼说。
　　随着复学季到来，近期美国校园
成为疫情集中暴发的新场所，多所大
学取消恢复当面授课计划，改为在线
教学。美国圣母大学校长约翰·詹金
斯表示，该校对近期新冠感染者密切
接触者的追踪分析发现，大多数感染
源于校外聚会。因聚会被感染的学生
将病毒传给他人，在校园内不断交叉

感染，导致病例激增。
　　张作风也认为，复学对美国下一
阶段疫情防控是很大的挑战。学生在
校园、教室、餐厅的大规模聚集，可能
使学校成为聚集性暴发的温床。
　　近期，尽管全美范围新增病例数
在下降，但中西部地区新增病例数有
所增加。珀尔曼认为，中西部地区的
病例增加与部分州从未完全关闭及过
早解除限制措施有关。他表示，如果
各州不能继续严格执行防控措施，秋
季全美多地区病例可能再次激增。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4日晚，
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73万例，累计
死亡病例超过17万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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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暑过后，洞庭湖平原上收割机
轰鸣，粮农正在抢收早稻。
　　湖南省岳阳县诚信水稻种植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喻忠勇望着眼前的农忙
景象，却感到有些心痛——— 收割机驶
过的田里，留下不少稻穗，稻谷更是四
处撒落。他捡起一株饱满的稻穗，叹
了一口气：“机械化的确提高了收割效
率，但作业不够精细，导致损失不少粮
食。”
　　记者在湖南、黑龙江等多个粮食
生产大省采访时，粮农普遍反映，收割
环节的粮食损失问题比较突出。
　　首先，收割时机械碰触造成一些
损失。“收割机拔禾轮的滚动，容易造
成稻穗末端稻谷的脱落，损失率在3%
至5%不等。”湖南省的种粮大户向铁青
告诉记者。其次是脱粒不完全也会造
成损失。记者在黑龙江省多处大豆收
割现场采访，看到地里有些遗落的大
豆，抓起一把豆荚，里面还夹杂着10多
粒大豆，可见脱粒不彻底。机收玉米
的损失也比较明显。黑龙江省兰西县
种粮大户刘国明说，玉米粒比较干、
脆，收割时容易掉下玉米粒，如果玉米
倒伏，还会落下一些玉米棒子，损失进
一步增加。
　　中国农业机械工业协会会长陈志
认为，目前，我国农业收割机主要存在
作物损失和损伤两大通用技术难题，
部分玉米机收总损失率和总损伤率均
高达10%。中国农业大学武拉平等学
者在调研中发现，水稻和小麦的机收

环节损失率分别为3.83%和4.12%。

　　向铁青等种粮大户反映，在收割
环节造成粮食损失的主要原因中，收
割机械的精细化作业水平不高比较
突出。
　　陈志认为，当前不少收割机难以
对作物进行高效、优质处理，比如不能
对玉米的籽粒、秸秆、苞叶等分别进行
精准剥离；水稻收割机的清选工序，长
期存在严重的黏附堵塞问题，籽粒不
能及时分离。摘穗、脱粒工序中的高
速碰撞，均会造成严重的籽粒破碎。
籽粒一旦破碎，尤其出现了裂纹，对后

期的存储影响比较大，易产生霉变，无
法再作为口粮使用。
　　他说：“收割机的损失率有国家
标准，但碰撞造成的籽粒破碎，特别
是裂纹很难测定，长期缺乏相关国家
标准。”
　　多位粮农和农业专家反映，国产
收割机精细化程度不够的问题比较突
出。黑龙江省鹤岗市强盛农机专业合
作社负责人夏兆友说，作为农机装备
中重要的传动变速系统齿轮，国内一
些产品磨齿精度相对较低，啮合紧密
性较差，导致在换挡、变速、转弯的作
业中容易发生卡死、操作延迟等问题，
影响作业质量。
　　陈志说：“我国粮食品种、农艺、气
候等存在多样性，形成天然的多变农
业工况，导致收割机难以标准化应用，
难以具有普适性。”

　　“我国农业要加快转型升级，收割
机性能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操
作人员素质优化、抗倒伏粮食品种的
研发等等，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中
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
臻告诉记者。
　　——— 整合科研力量，加强粮食收
割环节基础性科学技术研究。陈志建
议，要加快建设一批技术研发集成平
台，充分利用农机农艺融合原理，设计
制造能够适应农艺特征的收割机，提
高机械结构和工况参数对作物力学的
匹配。
　　——— 要突破一批关键性重大技
术，交叉融合人工智能技术。陈志建
议，要探明作物在不同机械作用下的
黏附、断裂等规律，精准构建作物与机
械互作模型，开发能够表征上述模型
的新算法、新传感器，形成对多种作业
工况的调控技术，实现作物收割降损、
增效。
　　———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中
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李国祥建议，要降低土地细碎程
度，种植规模越大，田块越成系统，越
有利于联合收割机的作业，有利于降
低损失。
　　——— 加强专业技能培训，提高农
机服务水平。李国祥建议，对农机作
业人员要进行定期培训，增强其节粮
意识，同时要完善机收社会化服务合
同的内容，将损失率等纳入服务条款。

（据新华社）

颗粒归仓为何难实现？
我国粮食收割环节损失惊人，部分机收损失率甚至高达10%

  近日，粮食浪费成为公众关注热点。不过，相比司空见惯的“舌尖上的浪费”，我国粮食从生产到加

工链条上的损失鲜为人知，但同样触目惊心。

　　来自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数据显示，我国粮食在储藏、运输和加工环节，每年损失量达700亿

斤。而四川省2019年的粮食产量为699亿多斤。在记者近日的调查中，粮农、农业干部、农业专家普遍反

映，粮食收割环节的损失非常突出，不要说颗粒归仓，有的机收损失率甚至高达10%。

河北省滦州市滦城街道邹家洼村村民在收获小麦。（资料照片）

现状
收割机驶过的田地
粮食损失令人心痛

探因
收割机精细化程度低

难对作物进行优质处理

措施
加强农业机械科研攻关
加快高标准农田建设


